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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营者对引进数字印刷机的看法 
《印刷人》第197期 作者：木川 

IPEX 10伯明翰印刷机材展之后，有机会到香港及深圳参加研讨会，个人对于数字

印刷时代的来临，抱持着积极和正面的看法，确信数字印刷的时代一定会来、肯定会

来，至于什么时候会来？用什么样的方式取代原有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在传媒印刷这

一块，不用置疑的肯定会被取代，至于包装印刷和特殊媒材打印或是机能性(非视觉)

印刷方面，喷墨也有很大的机会。如果以今天现有的市场和现有传媒印刷做正面对战

的话，数位印刷的产能和成本肯定是屈居下风，甚至于未来十年也无法做正面交锋，

但在外围市场的侵掠，另辟战场创造新的市场肯定有机会胜利。很多时候，中国人对

「危机」这个词，也许有人直觉说它只是有「危险」感觉，那是负面而悲观的看法，

因为危机中不只含有身落万丈深渊的危害面，但仍保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机会存

在，只是要如何渡过危险和阻碍难走的路段是最困难部份，一旦走过了就有机会化险

为夷和奬赏。也就是说在引进数字打印设备，不只是生产和流程面的技术性安排，更

重要是如何找寻市场及创造市场，而如何找到有利基的市场，相信不只是靠努力更需

要思考和智慧的创造。十五年前，台湾自创的网络合版印刷刚被创立时，印刷界大老

嗤之以鼻的说：「一盒小小名片只卖六、七十元，何时才能赚到一部数千万的印刷

机」，而十年之后，在一百六十公里外的网络合版业者，每年营业额已达七、八亿元

已和他们相近，更把生产据点设在这位大老公司门口来服务北部客群。五年过去了大

老生意掉到五、六亿，合版业者升到十二亿，因此，大老只数落年青合版业者的不

是，而从来不去面对、发现自己「不是」的地方做改进，认为自己面临现有的窘境是

别人造成的。而年青合版业者却从来不去辩驳别人指责他的「不是」，而是一再努力

找寻有没有新科技和新商机，创造不同商品、服务方式及有利基的新市场，因此未来

的消长道理很明白。 

对于未来印刷业的发展，有很多经验老到的同业，往往把自己成功船坚炮利的辉

煌过去搬上台面，我的八色机、商用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出多少万张或一万多张双面

彩色印张，数字印刷机有可能印得这么快吗？有可能印得那么好吗？若以他的观点，

认为在他有生之年的未来二、三十年是不可能办到的，他认为在低层次、低价位的可

变印纹市场上，数字印刷才有机会生存，相信这种思考是有其依据的，但若把数字化

当成四、五千年前，人类把车轮用在减少拖行前进的阻力上，最初用马匹拖动的战马

车可说横扫中亚草原，若在今天用数万匹马力牵动的高速铁路，每小时达350公里，

载送数以千计的旅客，其变化是非常大的，连中短距离航空运输都被轮型车辆打败，

因为火车是站到站的服务，而不是郊外航空站到另一个郊外航空站的服务，有其更大

的方便性。有版印刷机市场将萎缩，除非是包装及特殊印刷。才有一些发展机会。 

若说数字打印在1993年开始面世，就比1995年面世的CTP印版输出科技早，但CTP

在15年发展下已非常成熟，先进国家已达90%普及率，而数字打印在中国却只占2～3%

的使用率，这又为什么呢？在海外看见很多成功模式的人，在中国要推动数字印刷，

却只有极少数成功案例可循呢？明明在国外做得很好的营运模式，在台湾、中国却行

不通，这可能是国外环境和国内环境不同，其实在营运模式上台湾的「网络合版印

刷」，抢走了短印量到极短印量的工作，原本印制五十份、一百份、两百份印件的工

作，以平印单独开版印制的花费成本大、时间长，应该是无版打印承接工作的大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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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今却拱手让给每天数以千套印版生产的合版业者，他们是以找到其它工件凑在

一起，分摊版费的合版服务上，使价格更低且可在次日交货，大大阻挠数字打印在台

湾的发展。像商标、小量包装在国外都用数字打印解决，而中国的人手多、肯低价承

接的有版商标印刷机，却负隅顽抗再少量的不同规格的商标也可以承印，价格又蛮合

理的，诸如此类的不同生产和营运背景考虑，并没有很明显的是非之别，而是先卡到

位的咬牙苦撑着，想进入卡位的新科技必须祭出更高的时效、成本、服务和防伪效

果，才可以打入这个本来很容易进入的市场，创造新的应用模式。 

贩卖机器设备时，若不考虑客户在购买后是否具有足够的技术生产，或能否做出

足够盈余的利基市场？而投资者若没有事先考虑，先做好评估工作再做投资，往往将

会发生意料之外的重大亏损。在数字市场上，若以一部机器单打独斗，像影印店、街

头接单的小锅小灶运作模式，想成功的机会并不大。基本上小单的承接是要花费不少

的人力，收入却有限，而网络接单看似容易却没有多少生意进来居多。与谈者本人每

年都会用数字打印做一本家庭写真集，却看到小孩子的部份，画面太花俏登不了大雅

之堂，又看到其它摄影集的编排也不高明，所以只好自己动手编辑，因此每次都得花

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但本身和影像关系这么密切的人，若不做完好一些也过意不

去，所以要创造出这种需求，而市场需求有一再重复做下去的意愿是很重要的，否则

只做一次生意就太少了。在他任职的公司拥有全国最佳冲印店网络系统，若用来布展

网络化的数字打印，借冲印店的门市为据点，在当时是有机会完成布局壮大的，但无

奈总公司有总公司各单位本位主义的看法与做法，所以不能批准这个布点生产写真集

计划，平白把商机失去，因为冲印店的生意在数字化的普及下，早已一落千丈剩不到

四成的店面仍在。在所有高阶电子成像数字打印机，质量上的差距已经很有限，只是

每一家的策略各有不同，所以价格之外每印一张A3要价也有出入，HP Indigo在中国

约0.7元上下，因此像雅图仕把Indigo机器拿来做数位打样，创造出很大份额的利用

价值，但有些厂家没做好色彩管理体系，就无法做签字付印数字打样，只能做参考

样，其附加值就比较低。 

若是用数字印刷只有单一生产模式，或如平印机有印报轮转平印机、商用轮转平

印机和张叶式轮转平印三样而已，那么就技术来说三者全部用PS版或CTP印版，而尺

寸差距虽大却都必须使用水辊湿润和墨辊供应油墨，而数字打印机基本上有色粉、电

子墨成像，在电子照相方面，使用有机光导体OPC的成像产生潜像，再用色粉及电子

墨形成印纹分布，再转移到打印纸张表面，基本上是纸张上面打印，也可打印薄的胶

膜上。喷墨打印的成像喷列方式有二种，墨水本来有水性墨、溶剂型油墨、UV墨、环

保溶剂型墨加上乳胶墨等五种，事实上在工业用可以做滤镜颜料、导电墨以及其它无

数材料分布打印方式，绝非平版印刷所能相抗衡的。因此在喷列媒材上也是从吸收材

料到非吸收材料不一而足，能创造出极大用途和生产领域。但重要的是喷墨打印在最

高级精致打印上，已超出平版印刷最高档印件，有机会印刷少量三、五百份之内最精

美印刷品，使用UV喷墨，可以做大海报、IMD模内装饰、石材、木材、钢板、皮革、

塑料板、珠珍板等等喷列，用途上和平印相差不可以道理计。若把大型轮转平印机和

高速喷墨打印机只在产能上，以每分钟可印150米、300米、500米相提并论，是比不

出任何价值感来的，商用轮转机起印耗损大，需要上千张校版、校色，而且一万张印

下来每一张都是相同内容的印件，高速喷墨机和每分钟有A4 1,000页打印能力色粉打

印机，在速度上不及轮转平印机快，但可以张张不同，只要档案供应能力够快就可以

的，而不用制CTP版、不用校版位、校色耗损。大型色粉及喷墨打印机，可以承印五

份、十份印件的能力，若配合网络传输功能，形成全新印刷传播方式，也就借助分散

全世界形形色色的打印设备，来做分布式的印刷输出，取代目前多数印刷品须在一个

地方印刷完成，再用各种海、陆、空方式去配送成品，它既快速又节省成品运输，只

是打印生产的档案传输、处理费用，以及更高的生产成本，是否有足够经济效益和增

加的成本是否能为使用者所接受，这是极为关键因素。如果一份由国外下载报纸可值

多少钱呢？30元、50元或是150元呢？但有一种国外高阶主管每天必读的「功课」，



就是每天把全世界最重要报纸，其精华专栏作家所写的专栏下载组合，打印成一份个

人化专用的「私人阅读报份」，以下载专栏费、打印费加起来，每份要5、600元，他

们还认为很合算，只要快速浏览有助重大决策的话，这个花费只是微不足道的花费。

所以创造市场的加值和价值，是数字打印加网络传输的新商业模式成功所必要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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